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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从媒体诞生之日起， 对于其所应当担负的责

任与义务， 尤其是职业道德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
这个过程中， 人们很少将记者与编辑区分开来,而由于角
色不同， 记者和编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 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所不同。 本文试图通过 《纽约

邮报》 将地铁撞人事件登上头版头条这一事例， 阐明此类

事件出现的内部原因， 以及记者与编辑须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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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 年 12 月 4 日， 《纽 约 邮 报》 头 版 刊 登 一 张 巨 幅

照片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照片中反映的事情发生在前

一 天， 也 就 是 12 月 3 日， 一 亚 裔 男 子 （照 片 中 的 男 子：

韩基石） 与一非裔男子在地铁站台上发生争执， 非裔男子

将亚裔男子推下站台， 随即这位亚裔男子被恰好进站的地

铁撞死。 这张照片是由当时正好处于事件发生地点的自由

摄影师乌马尔·阿巴西拍摄， 所显示的内容是这位名叫韩

基石的男子悬垂在站台边缘拼命挣扎， 眼睁睁地看着地铁

朝自己撞来。 图片上的文字写道： “这个人被推下站台，

就快死了。” 而图片下方一条醒目的大标题更是让人触目

惊心： “没救了”。 除此之外， 该报还在内页跨页刊发了

摄影师拍下的另外两张惊险照片。 自此， 一场关于记者伦

理道德的讨论拉开了帷幕。 实际上， 这样的讨论自从记者

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歇， 人们一直在探讨记者怎样遵守伦

理道德， 然而人们在谴责记者时却忽略了编辑， 编辑应该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媒体能不能挣脱 “尖叫原理”？

“20 世纪以来， 以电影、 电视为代表的影像文化向日

常生活全面渗透， 造成了人类文化从以文字为中心到以图

像为中心的 ‘图像转向’， 视觉成为当代社会生活文化构

建的核心要素”。 所以， 人们越来越关注摄影记者以及他

们的职业道德， 关注他们所拍摄的照片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那条准绳， 却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记者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

衡量新闻， 来把握按下快门的手， 也少有人思考编辑是否

更应该为这件事负责。 毕竟， 编辑和记者的立场有异， 记

者 是 站 在 自 己 的 职 业 角 度 以 及 记 录 事 实 的 角 度 来 采 集 新

闻， 而编辑则是站在媒体的角度来编辑新闻， 他们的首要

任务是吸引受众眼球、 提高关注度。 在新闻生产的过程当

中， 记者与信息来源的距离最近， 而编辑则与读者更近，

这种因为距离存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致使两者对新闻判

断发生区别。 腾斯托尔认为， 编辑是受众导向的 （因为与

受众的距离更近）， 而记者是信源导向的 （因为与信源的

距 离 更 近）， 他 说： “编 辑 可 能 认 为 记 者 过 于 关 注 信 源；

记者则认为编辑屈服于受众需要”。

约 翰 逊 是 美 国 威 斯 康 辛-密 尔 沃 基 大 学 新 闻 系 主 任，

1963 年， 他对于 5 个群体中的 113 人做了调查 ,这 5 个群

体包括科学家、 编辑、 科学写作者、 非读者与读者。 调查

依 据， 是 这 113 人 对 于 40 篇 科 学 新 闻 报 道 的 判 断 资 料。

调查显示， 在编辑看来， 新闻价值是最为重要的， 其次是

困难程度， 最次是准确性。 在编辑看来， 他所认为的好报

道不一定具有准确性， 而其他四个群体却将准确放在最为

重要的位置， 然后是困难程度， 最后才是新闻价值， 当然

这其中包括记者的判断， 这明显展示出编辑与记者对于新

闻 持 有 不 同 的 判 断 标 准， 同 时 也 证 明 了 滕 斯 托 尔 所 认 为

的———编辑是受众导向的， 甚至在约翰逊看来， 编辑对于

新闻激动人心的追求已经超过了读者的要求， 这样便造成

新闻对于戏剧元素的追求难以避免。

《纽 约 邮 报》 上 述 的 做 法 就 是 “尖 叫 原 理” 的 体 现。

什么是尖叫原理？ ———“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媒体的运作

模式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尖叫原理， 尖叫原理是通过恶搞的

丑闻和煽情的故事， 来抓住受众的眼球”。 新闻界对于这

一事件也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认为， 记者阿巴

西的做法无可厚非， 但是同样有人对他的表现提出质疑。

美国学者罗恩·史密斯指出， “媒体在处理灾难所带来的

悲情景象时要注意权衡三个因素： 图片是否有助于说明报

道内容， 公众是否有必要看到这些图片、 同情图片中所摄

人物的必要及同情公众的必要”。 媒体工作者的正义感也

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 学者

们也抱有各自的不同理解， 柏拉图认为， “各尽其职就是

正义”。 印有这张大幅照片的报纸一经上市， 立即引发了

一场关于新闻伦理的热烈讨论。 “新闻职业的特殊性决定

了新闻工作者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许多人认为， 《纽约邮报》 将这幅饱受争议的照片登

出， 并且处于头版头条的位置， 毫不保留地将见死不救的

人性丑恶面表现出来， “其主要动力是媒介的收视率和收

视率带来的广告收入。” 对于报纸来说， 读者的数量同样

意味着可观的广告收入。 如果编辑能够跳出 “尖叫” 的怪

圈， 把眼光从读者身上转向新闻事实， 离事实更近一点，

在编辑新闻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将会造成的影响， 用职业道

德来约束自己， 也许就能够做出更有良心、 更得人心的新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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